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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系统介绍了民航当前采用的通信、导航、仪表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种类、功
能和工作原理。
共分为4章，第1章飞机通信系统，主要介绍了高频通信、甚高频通信等常见机载通信设备原理、结构
、使用方法等内容；第2章导航系统，主要介绍了四大导航设备（VOR
、DME、ILS和ADF）、雷达系统及机载监视设备（TCAS、GPWS和风切变探测系统）等；第3章仪表
系统，介绍了航空仪表的基础知识和飞机的基本仪表设备；第4章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介绍了飞行控
制系统的作用、组成、控制规律等。
每章后均附有复习与思考栏目，便于学习使用。

《航空机载电子设备》适合作为航空机务维修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民用航空管理、航空技术实施
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航空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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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湿冰雹由于表面包裹着水层，其水层对入射的雷达波能产生有效反射，加之冰雹的
直径通常较雨滴大，因此，湿冰雹易于被气象雷达所检测。
 干冰雹由于表面没有包裹着水层，对雷达波的反射能力很差，难以被雷达所检测。
只有当直径达到雷达波长的4／5左右时，才能被雷达正常检测，但干冰雹也属于危险天气。
 3.探测湍流 机载气象雷达是利用与湍流夹杂在一起的水粒反射雷达波时产生多普勒效应这一特性来检
测湍流的：被湍流所夹带的水粒在反射雷达波时，由于其急速多变的运动特性，会形成一个偏离发射
频率且频谱宽度较宽的多普勒频谱，它与一般降雨区所产生的反射回波明显不同。
雷达的接收处理电路对这类回波信号进行处理，就可以通过回波信号的频谱宽度检测出湍流的存在。
 如果湍流没有夹带足够的雨滴（此湍流即为晴空湍流），对雷达波不会产生有效的回波，则难以被气
象雷达所检测。
 机载气象雷达能显示中度（速度变化在6～12m／s之间）以上的湍流。
 不同型号的机载气象雷达对湍流区的显示色彩不同，有的以紫色图像表示；有的以红色图像表示，与
强降雨区的图像颜色相同；有的则以白色图像表示。
 4.探测风切变 风切变是在很短的距离范围内，风速或风向，或两者一起发生急剧变化，如巨流暴和微
流暴。
它可以在很大区域内发生，并伴有狂风暴雨，或者只在一个很小区域内发生，特别是在接近地面的高
度发生时，对飞机的起飞和着陆造成严重的威胁。
 对风切变的探测可应用多普勒频移原理来实现。
当飞机强顶风时，产生正的多普勒频移，而顺风会产生负的多普勒频移，如果在一个很短的距离范围
内探测到有非常明显的正的和负的风速变化，则可断定为风切变。
飞机与风切变区域的距离由雷达发射和返回脉冲的时间差来确定。
 5.其他气象目标的探测 猛烈的暴雨区域、与之相伴随的夹带雨滴的中度以上的湍流区域、表面包裹着
水层的冰雹以及直径较大的干冰雹，均可产生较强的雷达回波，因而可以被机载气象雷达有效检测。
但是，机载气象雷达并不能检测一切气象目标，例如直径较小的干冰雹、干雪花以及洁净透明的湍流
区域，由于对雷达电波的反射很微弱，因而均不能有效地被雷达检测。
 降雨区、冰雹等气象目标所产生的雷达回波的强弱情况如图2.7.2所示。
 由图可知：雨滴、湿冰雹均能对雷达电波产生强反射，而干冰雹、雪花却对雷达电波反射很弱。
 2.7.3观察地形 机载气象雷达根据地物对雷达信号反射特性的差异来显示地形轮廓。
 含有大量钢铁或其他金属结构的工业城市具有比周围大地更强的反射特性；河流、湖泊、海洋对电波
的反射能力则明显不同于其周围或相邻的大地表面。
当雷达电波投射到大地表面时，不同的地表特征便形成了强弱差别明显的雷达回波。
根据雷达回波的这一特性，气象雷达便可在显示屏上显示出地表特征的平面位置分布图形。
 大地表面上反射率较强的部分可以产生较强的地物回波，从而在荧光屏上呈现为黄色甚至红色的回波
图形；反射率较弱的部分所产生的回波较弱，在荧光屏上呈现为绿色图形；而反射串很差或者面积很
小的地物不能产生足够强度的回波，这些地域就相当于荧光屏上的黑色背景；反射率相差明显或地形
变化陡峭的地物分界处，例如海岸线、河湖的轮廓线、大型工业城市的轮廓线等，可以在所显示的地
图上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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